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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要从制度、政策上加强消费主体建设，培育理性消费 

群体；还要建立一整套预告和化解消费风险的机制，形成理性消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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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3年2月。广东佛山发现非典型性肺 

炎后．整个广东省及其周边地区一时沸沸扬 

扬 ．各种传言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呈指数增 

长传播 ，社会上出现了恐慌心理 ，并开始出 

现倾囊抢购板蓝根等抗病毒药 品和白醋现 

象。后受美伊局势和境外传媒影响，广州等 

个别地方又出现抢购大米 、食盐、食油的现 

象 。目前 ，这一风 波虽已过去 ，但风波反 映的 

问题却值得深思。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 

发展 ，需要形成一个理性的消费社会 ，而如 

何建立一整套预警和化解消费风险的机制 

显得 尤为重要 。本 文试 就理性 消费和消费风 

险管理机制的建立谈几点看法。 

1 非理性消费产生的原因 

1．1 不 法商贩的商 业炒作 

非典型性肺炎在广东流行时．谣言也开 

始流行 。一些不法利益集 团伺机炮制谣 言 ．散 

布虚假疫情 ，扩大危机，图谋私利，大发国难 

财。如某罗氏公司约请广州各大传媒记者，散 

发虚假材料 ，夸大其处方药抗病毒的药效，聘 

请医药代表到各医院鼓吹其药品特效 ．使其 

原本销不动的积压药品在市场上脱销。各种 

投机者也趁机卷入 ，不负责任地发布短信，使 

手机成为传谣工具，一时间各种抗病毒药品 

广告泛滥，诱使恐慌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产 

生非 理性 的抢 购举动 ，想 以最小 的成 本保持 

身体健康。 

1．2 应 急决策 的程序 和机 制不 能适 应今 天 

信息传 播的速度 

广东省此次非典型肺炎事件，同过去相 

比，有关部门传递正确信息已经算是比较及 

时了。但是它仍滞后于事态的发展，滞后于 

民间信息传播的速度。以致各种以讹传讹的 

信息在正式公布可靠信息之前早已沸沸扬 

扬 ，造成社会恐慌。可靠信息姗姗来迟的原 

因 ：一是有关 部门习惯于把 问题 “研 究”得一 

清二楚后再向上级或公众作负责的解释，生 

怕承担“错报”责任。二是因为担心说了会引 

起社会恐慌。但其根本原因是应急决策的程 

序和机制不能适应今天信息传播的速度。现 

代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信息经济和 

信心经济 ，在通常的稳定状态下 ，供求在正 

常范围内波动 ．经济运行相对安全、平衡。但 

如果突然遭遇恐怖传言，信息渠道不畅 ，则 

人们的预期就可能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 。供 

求行为亦因此出现严重偏差。出现非理性消 

费行 为。 

1．3 部分消费者文化素质低。缺乏理性思维 

的指导 

此次抢购风波发生的原 因除了正式渠 

道消息发布不及时外 ，还和一般人缺乏药物 

和医疗常识，缺乏理性思维有关。改革开放 

后 ，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发展教 

育事业 ，使国民素质有 了很大提高 ．为经济 

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但 由于历史欠帐太 

多．时至今 日。我国国民整体素质不高仍是 

一 个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①大学生占 

人口总数比例小；②由于受传统“重理轻文” 

思想的影响 ，即使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 

中．也不是人人都具备辩证理性思维。文化 

素质低 ，缺乏理性思维指导。导致在消费过 

程中，易受广告宣传和传言的暗示和影响 ， 

使消费过程充满了盲 目性、冲动性 ，为一些 

名不符实的产品提供了市场．一些企业不是 

通过生产优质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而 

是抓住消费者的弱点 。通过随意夸大产品的 

性能和用途来欺骗消费者。以达到赢利 目 

的。 

1,4 部分消鼻者存在不■囊的洧鼻心理 

这次“非典型肺炎”造成的药品、食盐和 

大米的抢购风潮就是一种典型的消费从众心 

理作祟，相当一部分参与抢购的消费者根本 

不明白事情真相，甚至有些消费者本人也不 

信“食盐荒”、“大米荒”这样的谣言，但看到左 

邻右舍都去抢购，自己就参与进去了。这就是 

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消费示范效应，也是消 

费心理不健康、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1．5 我■长期计划经济体一的产■ 

我国长期 的计划经济强调的是社会经 

济活动包括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和 

消费各环节都必须听从行政计划．居民的消 

费是一种被动性的消费，没有自己的市场主 

体意识 ，这种市场主体意识不强、不计成本、 

盲目跟风的消费意识至今还没有真正转变过 



来 。 

1．6 大 众传媒 对消 费者 理性 消费 的引导 有 

待完善 

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 

就是大众传媒。近年来在引导消费者树立正 

确消费观、倡导理性消费等方面，传媒无疑 

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宣传和引导工作 ，但存在 

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从此次“非典型肺炎”事 

件可以看出．确有一些传媒缺乏社会责任 

感 ，职业道德意识薄弱，受利益驱使 ，对商品 

广告把关不严 ，对一些商品做虚假宣传，误 

导消费者。 

2 培育理性消费主体。形成理性消费 

社会 

从 此次 突发 的“非 典 型性 肺炎 ”事 件及 

抢购风波．我们可以看到加强市场消费主体 

建设 ，培育理性消费群体 ，形成理性消费社 

会的重要性 、紧迫性，笔者认为培育理性消 

费芏体 ，形成理性消费社会，应从以下几点 

着手 ： 

2．1 提高居民素质。树立理性消费观 

此次事件反映出人 民群众对危机情况 

的心理承受能力差．连“缺米缺盐”这样的谣 

言都相信 ，一旦出现更大的危机，局面将不 

堪设想。故在新形势下，消费者要加强学习， 

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 ．克服 自身的弱点 ，强化 

理性辩证思维。在消费中不断积累理性消费 

的知识和经验．学会对商品进行理性 的分析 

和判断 ，特别注意不要被各种传言 、口号所 

迷惑。在对商品价值进行理性判断后 。根据 

自身的需要和可能．去 自由选择消费内容和 

消费方式，努力克服消费中的非理性。 

2．2 树立消费者的自主意识 

市场经济健全 、完善与否的标准之一是 

市场消费主体的自主性 。而消费者具有 自主 

的消费行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消费者具 

有 自主的购买决策权 ，二是消费者具有完备 

的市场信息。盲 目从众消费的主要根源之一 

是不具备第二个条件 ，这就要求我国今后要 

加强市场信息的披露 ，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建立在市场信息充分的基础上．市场信息的 

充分化是消费者消费行为理性化的保障。除 

此之外 ，还要培养民众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意 

识 。 

l 2．3 树立消费者的市场意识 

1 只有树立市场意识，才能认识市场风 

险，把握市场风险，自主化解市场风险 ，提高 

自身化解 市场消费风险 的能力。 

大众传媒要切实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 

大众传媒要发挥在信息传递方面信息 

量大、传播迅速、影响面广等优势 ，对消费者 

进行 正确的消 费观教育 ，引导消费者 进行理 

性消费。在对企业做宣传时，要树立诚信意 

识 ．不能误导 消费者 。政 府也要 加强对 大众 

传媒的监管，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3 应对信息经济的挑战。建立预告和 

化解社会；肖费风险的机制 

市场经济就是信息经济。现代信息传播 

手段和机制(特别是网络)促进 了市场经济 

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市场消费风险和 

社会 风险大大增加 。这次“非 典型肺炎”风波 

在短时间内迅速波及千家万户 ．就是信息经 

济背景下 网络化普 及快速反应 的结果 。在 网 

络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国面临的各种社会 

的、市场的风险越来越大 ，这就要求我国必 

须建立一整套的预警和化解风险的机制。笔 

者联系此次“非典型肺炎”事件对化解社会 

消费风险机制的建立谈几点看法。 

3．1 完善信 息披露机制 

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是市场经济正常 

运行的条件，也是防范化解各种谣言最有效 

的武器。政府部门作为信息发布的权威机构 

和信息的重要掌控者，如果极力阻止信息的 

充分波动 。或者提供的只是不完整 、不全面 

甚至包含虚假内容的信息 ．则无异于提供 了 

错误的和误导性的价格信号。这种做法会给 

各种小道信息留下空间，无助于市场理性战 

胜市场中的非理性因素 ．不仅不能稳定市 

场，甚至可能加重市场的扭曲程度。在现代 

的网络化社会，国家要从全国整体出发。建 

立事业性的信息披露组织机构 ．形成完善的 

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地向全社会发布正确的 

市场信息和公用信息，使消费者掌握的信息 

尽可能充分 。 

3．2 建立物资储备机 制 

市场 经 济 的发展 不可 能 没有 风险 和危 

机。从市场消费这个角度来看，由于战争、灾 

害等一些突发性事件的发生 。在一定时期内 

肯定会造成消费环境的恶化。要应对这种突 

发性的事件，化解消费风险 ，必须要有足够 

的相应物资储备。才能达到平抑市场物价、 

稳定社会的目的。为此，要对诸如粮食 、主要 

的药品、石油、重要的工业原料等关系到国 

计民生和 国家安全的商品建立 国家物资储 

备机制 ，形成一个规模合理的物资储备体 

系．以保证全球一体化社会中我 国社会经济 

的安全 。 

3．3 规范 市场秩序 

良好的市场秩序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的基石 。从上述抢购风潮可 以看 出，我 国政府 

在规 范市 场秩序方面还有很长路要走 。在一 

些商人囤积居奇．高价出售板蓝根等药品之 

时．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采取及时有力 

的措施。这是药价一路飚高的原因。只是在事 

态持续了好几天之后 ．地方价格和药品监督 

部门才开始对相关的价格违规行为进行打 

击 ．调拨药品和相关商品的动作也才展开。 

34 形 成正确的舆论导 向 

在信息化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各种利益 

主体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社会消费市场也 

是瞬息万变的．各种利益主体都会从各 自的 

利益出发发出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从消费市 

场角度来看 ，供求双方都有自己的利益 ，都 

会提供一些虚假的信息而谋求 自己的私利 ． 

这是市场经济中经济人行为的必然体现。因 

此 ，在这个利益不断多元化 、信息不断变化 

和迅速广泛传播的市场经济社会里 。要保持 

社会、经济运行的有序性 ．形成正确的社会 

舆 论导 向是至关重 要的 。 

3．5 社会的诚t机翻 

这次广东“非典型肺炎”期 间出现盲 目 

抢购风波的产生和发展 。就是一些非法商人 

缺乏诚信，借机谋取非法暴利 。恶意铡造谣 

言的结果。鉴于此，我国必须高度重视社会 

的诚信机制建设，特别对医药等事关人命的 

行业，更应该加强道德 自律和法律约束。还 

应加快诚信制度的立法。严厉打击各种非诚 

信行为。 

3．‘ 全国性的社会消费风险组织管理、协调 

机翻 的研究和t立 

在西方发达国家 ，对风险危机管理的研 

究已经达到了量化 ，建立了各种以数学计算 

为基础的危机处理模型。虽然这种模型不能 

生搬硬套，但这种精确的研究成果对政府处 

理危机的参考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对风 

险危机的管理 ，基本上还停留在定性分析阶 

段，缺少定量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 ．风险危 

机管理学的重要学术成果都体现在立法上． 

如日本就有紧急事态干预法 ，而我国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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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的制度效率与 

规模效率评价：基于DEA的方法 

石晓军 龚晓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北京 t00846) 

摘 要 以l1个国家软件 产业基地 为研 究对 象，通过 建立规范的评 价相时效 率的DEA模型 ，从制 度效率和规模 效 

率两个 角度对 它们进行 了评价 。基 于这 些评价结果 ，分析并指 出，目前我 国国家软件 产业基地 的数量仍然偏 多 ，要发展 

我国软件因应该遵循资源集中、重点发展的思路，特色与制度环境是确定效率的关键要素 ；人为分割、缺乏协作是损害 

效率的重要原因：西部软件基地应加大制度建设力度 ，东部和南部软件基地应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关键 词 制度 效率 ；规模 效率 ；软件 因(基地)；DEA 

中图分类号 F426．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O3)08_ol9-03 

l 问题 的提 出 

从1992年由当时的机 电部命名我国最 

早的三大软件基地：以中软总公司为骨干的 

北京软件基地、上海浦东软件基地和珠海的 

南方软件基地 ；到20o1年11个国家软件产业 

基地dE京 、上海、大连、成都 、西安、济南、杭 

州、广州、长沙、南京、珠海)的认定，我国软件 

园的建设和发展已经经历了10年的风雨。截 

止到目前。全国大大小小的软件园数量不少 

于30个。白提议将软件园建设作为推动我国 

软件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伊始到现在。 

关于这种模式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本 

文以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为研究对象 ，试图通 

过建立规范的评价相对效率的DEA模型方 

对这方面的研究却几乎是空白。这 自然也会 

使政府在处理危机时习惯于用传统的人治 

方式。为了使风险危机管理走向制度化和高 

效化，法治尤为必要。 

在现代社会．社会消费风险和市场风险 

都是全局性的，而且这种风险的扩散速度非 

常迅速。因此 。要加强对消费风险的研究并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完善的社会消费者风险 

组织管理、协调机构。对市场运行中出现的 

各种风险能及时地作出分析、处理和预防， 

对消费者提供的各种信息能及时地作出反 

应。从而达到及时预防和处理各种市场风 

险、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3．7 提 升政府的公信 力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中国，市 

场经济各国都会 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恐慌性 

传言及经历 ，由此引发对经济和社会 的冲 

击，此时。政府公信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凡政 

府公信力强的，政府的任何声音均会成为及 

时消除恐慌性传言的镇静剂；反之 ，政府公 

信力不足，人们对政府的声音总是从相反的 

方面去猜测 ．则恐慌传言就很难得到及时有 

力的遏制 ，市场就会出现可怕的扭曲。由此 

可见，政府的公信力是市场赖以良性运行的 

稀缺性资源。要提升我国政府公信力。则需 

要进一步发扬民主。使政府真正成为一个取 

信于民，可监督的政府，并率先做到诚信 ，成 

为社会表率。同时 ，还要建立民间资信系统。 

使之与政府资信 系统相竞争，在竞争中逐渐 

建立起政府资信的权威性。 

3．8 加 强公 民的危机意识教 育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在全球石油危机 

背景下 ，曾爆发过手纸危机 ，起因就是因为 

日本一小怒市手纸减价。结果市民捧队买手 

纸 ，后来发展到挤垮超市 。并迅速波及全 日 

本 。弓I发严重的手纸危机。在。手纸危机 事 

件后。日本政府就开始了对公众危机意识教 

育。通过这次SAItS事件的洗礼。我国应该加 

强对 民众 的危机意识教育 。从而建立起“适 

应性预期”，避免用过激的方式干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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